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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勤问题

考勤的方法不管是在现实课堂或是在线课堂中，都是种类繁多
的。但是，在现实课堂中，教师是直接可以观察到学生的各种状态：
迟到、早退、旷课，乃至于精神状态和生理状态都能够直观的了解到。
而线上教学时，教师却只能够借助工具了解一些基本状况。

在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发起直播时，可以进行“签到”，钉钉直
播就有这项功能。钉钉的客户端，在“发起直播”按键中就同时设
置了“发起课程签到”的选项。这也就意味着，本次签到是基于本
次直播的。发起签到时，可以设置时间。设置时间主要是为了，让
正在线的学生迅速完成签到，避免一些迟到，不在显示器前的学生
浑水摸鱼。除了这种签到模式外，还有一种地理位置签到。这种签
到完成之后，就会显示签到人的大致地理位置。在本次线上教学过
程中很少用到这个功能，因为学生本来就要求各自在家听课。一般
这个功能会在学校集中网络培训时使用。

除了签到以外，直播过程中，每一位观众进入直播时，也都会
显示某某人进入直播，如果有观众退出，也会显示某某人退出直
播。这一功能可以帮助教师了解一些迟到早退现象，但是也只能了
解表面现象。因为大部分出现频繁进入或者退出显示的情况是网络
状况不好导致的中断。直播时还会实时显示在线的观众数量，比如
50/50 就证明全体学生都出席了，如果出现 47/50 就表示还有 3 位
学生没有到场或者是离线了，此时教师也要了解一下缺席的学生的
去向。

钉钉直播在每次结束之后都会生成本次直播的各项数据，其中
包括直播时长、出席人数、每个人的观看时长等。关于考勤，除了
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考勤，其实学校也要对教师进行考勤，这份直
播数据就具备了这样一个双重考勤的功能。针对教师的数据主要如
下：“直播开始时间”就显示了教师发起直播的时间，在学校要求
按照课表和学校作息表进行线上教学的时候，这个时间就能证明上
课时间是否按要求完成； “直播时长”，也是要按照每次课程的时长
来完成；“消息数”显示了直播过程中的师生交流次数，表示直播
时并不是教师在进行独角戏。针对学生的数据主要有两项：已观看
学生和观看总时长。“已观看学生”显示的是观看直播的学生数量
以及名字。“观看总时长”显示的是每位观看直播学生的观看时长。

三、互动问题

线上教学时的互动，教师第一关注的是直播是否流畅，PPT 的
展示学生是否能够接收到。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经常就会问
“看不看得到”之类的问题。但是，由于上文找那个提到的“延时”
这个问题，基本要几秒钟之后，教师才能得到答案。

教师第二个关注点就是这个知识点学生是否已经掌握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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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各大院校都没有能够按时开始
2020 年的春季学期的师生返校工作。学校为了减少疫情对教学工
作的影响，同时也为了响应浙江省教育厅提出的“停课不停学”口号，
积极组织教师开展各类线上课堂，进行“互联网 +”模式的远程教学。
2020 年以前，广大人民教师应该都没有想过自己还有机会成为网
络主播。因此，教师的准备工作是不够充足的，同时由于对“直播”
的了解不够充分，在开展线上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问题。

一、延时问题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交流是直接、完整、
实时的。而在线上教学的过程中，“延时”这一现象却是无法避免。
比如，在线授课过程中，教师开始播放 PPT，会询问学生是否能看
到。在现实课堂中，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在线上授课时却是经常出现，
而这个问题的回答，也不会马上得到，会出现一个几秒到十几秒不
等的安静状态之后，教师才会得到答案。“延时”一般可以简单的
理解为数据传输的速度不够快。

“延时”现象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根据网络资料显示，当前
的任何一款直播工具都存在的一定的直播延迟现象。视频的采集、
前端的处理、编码、解码等一系列工作，需要得到网速、服务器，
乃至用户的终端设备支撑。因此，影响延迟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
比如硬件设备配置不足、带宽不够、路由器限制等，甚至是地理位
置也会成为其中一个原因。

在日常生活中，手机或者电脑在处理视频和图片时，都有明显的
速度差异，就更不用说在网络直播过程中，处理庞大的网络直播数
据了。虽然依靠现在的先进科技，各种终端设备都能够非常迅速的
完成数据的整理，但是仍然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并且，各种终端
设备配置的 CPU 和显卡的能力不同，也会使用户产生不同的延迟。

通过这段时间各大网络运营商的广告，广大家长也能了解到“网
速”对网课的影响程度。宽带不宽，对直播的流畅程度肯定是有影
响的。网速不足，第一影响的就是视频采集端的上传速度，第二影
响的就是上传用户与接收用户之间的传输速度，第三影响的就是接
收用户的下载速度。因此，网络不畅时，不管是上传还是下载都会
出现持续“loading...”的图标。

路由器也是影响数据传输时效的一个因素。路由器是一个信号
中转站，中转速度与中转数据量直接影响用户终端的接收情况。如
果将宽带比喻成高速公路，那么公路的宽度必然影响车流的速度，
一旦发生交通阻塞，后续的车辆将无法通过该路段，就会产生数据
传输中断。而路由器就好比是不同路段之间的收费站，收费的速度
与收费闸口开放的数量直接影响车流的通过率。路由器的处理速度快，
就好比所有数据安装了 ETC 装置，可以直接快速通过收费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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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知识点讲解完毕之后，教师也会问“有没有听懂”、“还
有没有问题”。此类问题等待的时间就更久。因为学生在面对电脑
和手机屏幕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在
教师提问这个知识点有没有听懂，有没有问题时，他们需要一点时
间去思考，思考自己有没有听懂，思考自己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个
反馈时间过长，肯定是没有听懂。因为线上教学时，教师只是通过
PPT+ 语言的方式对教学内容进行讲解，而在现实课堂中，教师还
可以搭配上各种肢体动作。人类都是视觉动物，一个静态的 PPT
和一个动态的表演相比，肯定是没有太大吸引力的。因此，教师要
将教学内容进一步的拆解开来，互动要更频繁。同时，教学内容也
不要过于充实，要留出适当的时间给学生进行思考。知识点的理解
情况，还可以通过回答问题的方式进行。

教师可以在每个小知识点后面设置一些小问题、小计算，这样
可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自己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钉钉有一个独特
功能是其他几个系统不具备的。当用户在钉钉中发布消息之后，可
以实时看到多少人看了消息、多少人没看消息，同时还可以进一步
了解到底哪些人没看消息。因此，教师在钉钉中提问时，就可以通
过这一功能了解多少学生一直在认真听课的。认真听课的学生一般
都会第一时间去看消息。而另外一些，打开直播后，又挂机去吃饭
睡觉打游戏的学生，就无法及时对提问做出反应了。

直播中还有一类互动叫做“连麦”。“连麦”这一功能提供了
教师单独提问某一位同学的可能性。此功能就类似与教师在课堂上
点名某位同学回答问题。在现实课堂中，还有众多的同学提供场内
援助，而在线上课堂中，由于各位同学都是独自在家听课，每位被
提问的同学就只能自己单打独斗了。

四、作业问题

不论是在传统课堂学习过程中还是线上课堂学习过程中，作业
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业的形式多种多样，阅读、调查、
演讲、答题，纸质的、电子的。教师采取何种作业形式取决于各种
不同的教学阶段和教学内容。但是，在传统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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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作业和批改作业相对简单，教师得到的反馈也会非常及时。而线
上课堂的教学过程中，作业方式的选择性会缩小很多，但是选择合
适的系统也可以给教师提供很大的便利。

一般的直播平台并不提供发布作业和批改作业功能。如果教师
是使用钉钉直播平台的班级群进行教学直播，在每次直播结束之后，
系统在提供直播数据的同时，会出现“布置作业”选项。点击“布
置作业”，系统会弹出“发布作业”窗口。教师可以在此窗口中进
行布置作业，发布在线练习等操作。而且钉钉的这一作业发布功能
还提供“自动批改”服务。教师在布置作业时，可以直接进行功课
科目选择。如果教师发布的是在线练习，还可以有“课后巩固”、“同
步练习”、“日常练习”等三类模块进行选择。“课后巩固”可以
提供学生个性化的练习，提供给教师一个班级共性分析。“同步练
习”在系统自动批改作业的同时，还可以总结共性错题。“日常练习”
可以在题库中系统智能组题，学生完成答题后也是系统自动批改的。
但是，系统只能够对客观题进行自动批改。而大专院校的作业很多
都是主观题，这部分仍然需要教师自己完成批改工作。

五、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活和学习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尤其在教育领域，传统的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当前“互
联网 + 教育”的背景下，各种新型教学形式呈现井喷式发展，越来
越受到各界关注。在整个线上教学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
都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曾出现的。科技进步可以解决其中的一
些问题，但是另一些却需要教师在开发线上课程的过程中深入研究，
从而获得最适合自己、最适合该门课程的解决方案。同时，为了满
足新生代对新学习形态的追求，各大院校也正在进行各种教学改革，
广大教师也需要与时俱进，重新将自己武装起来。


